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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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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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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$2",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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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

#

!

通讯作者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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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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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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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检验技术与方法!

痰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与传统涂片方法诊断肺癌价值的比较研究

李晓强!

!杜
!

娟!

#

!褚笑眉"

"湖北医药学院'

!#

附属太和医院检验部#

"#

医学检验系!湖北十堰
++"%%%

$

!!

摘
!

要"目的
!

探讨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检测痰标本对诊断肺癌的应用价值%方法
!

对
"$&

例可疑肺癌患者的痰标本分别

采用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和传统方法痰涂片进行细胞学检查!并将两种检查结果与纤维支气管镜及手术后组织病理切片结果进

行比较%结果
!

"$&

例患者中有
"!$

例经纤维支气管镜活检和手术病理切片确诊为肺癌!传统方法痰涂片检出肺癌
&,

例!敏感

性为
+!#+O

"

&,

)

"!$

$!液基薄层细胞技术痰涂片检出
!$'

例!敏感性为
'(#%O

"

!$'

)

"!$

$!差异有统计学意义"

C

$

%#%!

$%结论
!

痰液基薄层细胞技术显著优于传统方法!在肺癌诊断方面具有很大应用价值!值得临床推广应用%

关键词"痰#

!

肺肿瘤#

!

液基薄层细胞学#

!

传统涂片

!"#

!

!%#(,-,

"

.

#/001#!-'(2+!(%#"%!!#"!#%+%

文献标识码"

)

文章编号"

!-'(2+!(%

"

"%!!

$

"!2"$!"2%"

!!

肺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#其病死率位居恶性肿

瘤首位)

!

*

(痰脱落细胞学检查由于其简单易行#安全无损伤#

能够重复检查#并能检出其他方法不易发现的隐匿性肺癌#是

肺癌早期诊断的主要手段之一)

"

*

(传统的痰涂片法由于标本

保存及制片方法落后#检出率一直偏低#假阴性问题比较突出(

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$

!/

N

5/62D:076>

A

94=4

@A

9709

#

ZT3

&是一种

较新的细胞学检查方法#其应用于妇科肿瘤的筛查和诊断已取

得公认的效果(

ZT3

应用于非妇科的领域目前正是研究的热

点(本研究将
ZT3

法与传统涂片法同时应用于肺癌患者痰液

细胞学诊断中#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和评价#探讨
ZT3

诊断肺癌

的临床应用价值(

A

!

资料与方法

A#A

!

一般资料
!

收集
"%%,

年
+

月至
"%!!

年
+

月本院胸外科

及呼吸内科可疑肺癌患者
"$&

例#其中男
!&+

例#女
'&

例#年

龄
((

!

&'

$

+,#$j'#,

&岁(对每例可疑肺癌患者痰标本同时

采用传统方法涂片和液基细胞学涂片进行细胞学检查(

"$&

例可疑肺癌患者中有
"!$

例通过纤维支气管镜'手术确诊为肺

癌#

+(

例为肺良性病变(

A#B

!

标本收集

A#B#A

!

传统涂片
!

晨起餐前漱口后#吐掉第一口腐痰#再用力

咳痰#要求从肺深部咳出#

!;

内送检(痰液涂片时首选带有

血丝或透明蛋清样黏液痰'灰白色细丝状痰液(痰涂片用

,$O

乙醇固定
!$

!

"%</1

#苏木精
2

伊红染色#树脂胶封固涂片

后显微镜阅片#连续
(6

#

!

次"天(

A#B#B

!

液基细胞学涂片
!

痰液收集方法与前一致#用加有黏

液溶解液
QQ3

和细胞保存液的痰专用收集瓶收集患者咳出的

痰液#充分混匀静置
(%</1

#振荡
(%0

#混合液倒入离心管中加

入清洁液#

!$%%

!

"%%%8

"

</1

离心
$

!

!%</1

$若细胞层中肉

眼可见血或黏液可重复振荡离心&(经过消黏'过滤'集中离心

等步骤处理后放置于
3VG2)594H87

?

2!&%%

制片机中#自动涂

片#巴氏染色#在无水乙醇中脱水
!%</1

#再在二甲苯中透明#

树脂胶封固涂片后显微镜阅片#连续
(6

#

!

次"天(

A#C

!

细胞学诊断
!

两种涂片方法均采用双盲法由同一组细胞

学专家进行阅片#对痰涂片中的肿瘤细胞进行分级'分型诊断(

本研究采用
(

级分类诊断法将细胞检查结果分为阴性'可疑'

阳性(统计分析中将可疑'阳性合并为一组(

A#G

!

统计学处理
!

对所得结果各组间用
LHLL!(#%

软件进行

$

" 检验#以
C

$

%#%$

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

B

!

结
!!

果

B#A

!

两种方法痰涂片细胞学诊断结果与评价
!

"$&

例患者组

织病理学诊断与两种方法痰涂片细胞学诊断结果见表
!

(两

种方法检测痰标本对肺癌的诊断价值见表
"

(

表
!

!!

两种方法痰涂片细胞学诊断结果$

$

%

组织学
$

ZT3

阳性 阴性

传统涂片

阳性 阴性

良性
+( % +( % +(

恶性
"!$ !$' $& &, !"-

表
"

!!

两种方法检测痰标本对肺癌的诊断价值$

O

%

检测方法 敏感度 特异度 准确度 阴性预测值 阳性预测值

ZT3 '(#% !%%#% ''#$ +"#- !%%#%

TL +!#+

"

!%%#% $!#" "$#+ !%%#%

!!

"

!

C

$

%#%!

#与
ZT3

比较(

B#B

!

两种方法痰涂片细胞学分型诊断的准确性比较
!

ZT3

分类诊断和病理组织学诊断的总符合率为
&&#$O

#传统痰涂

片分类诊断和病理组织学诊断的总符合率为
&,#,O

(两种方

法痰涂片细胞学分型诊断的准确性比较#差异无统计学意义

$

$

"

b%#!!

#

C

%

%#%$

&#见表
(

(

B#C

!

两种方法痰涂片细胞学检查与检查次数的关系
!

ZT3

法三次痰检与一次痰检阳性率比较#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$

"

b

+

"!$"

+

国际检验医学杂志
"%!!

年
!"

月第
("

卷第
"!

期
!

V19]Z:DP76

!

Q7>7<D78"%!!

!

U4=#("

!

Y4#"!



,#$-

#

C

$

%#%!

&%传统涂片法三次痰检与一次痰检阳性率比

较#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$

"

b"%#$%

#

C

$

%#%!

&#见表
+

(

表
(

!!

两种方法细胞学分型与组织学分型比较$

$

%

组织学
ZT3

鳞癌 腺癌 小细胞癌 未明确

传统涂片

鳞癌 腺癌 小细胞癌 未明确

鳞癌
&& ( e " $' " e !

腺癌
" +" e ! ! !& e !

小细胞癌
! ! , ( e ! $ %

其他
! " e " ! ! e !

!!

e

!无数据(

表
+

!!

两种方法痰涂片细胞学检查与检查次数的

!!!!

关系#

$

$

O

%&

项目
ZT3

阳性 传统涂片阳性

一次痰检阳性
!""

$

$-#'

&

++

$

"%#$

&

二次痰检阳性
!+&

$

-&#&

&

'%

$

("#-

&

三次痰检阳性
!$'

$

'(#%

&

&,

$

+!#+

&

C

!

讨
!!

论

痰脱落细胞学检查自
!,(%

年应用于临床肺癌诊断以来#

一直是非损伤途径早期诊断肺癌的最佳手段)

(

*

(但传统方法

痰涂片受标本采集'处理方法'制片等诸多因素影响#造成病变

细胞可能未被涂片#涂片黏液成分多#细胞层不均匀#过厚#过

多的黏液'血液或炎症细胞遮盖了不正常细胞#不能湿固定而

使细胞容易肿胀变性#结构不清使诊断结果假阴性高达
"%O

!

-%O

)

+

*

#降低了其临床应用价值(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是

!,,-

年美国
IQ)

批准的改善的制片技术#根据制片原理不

同#主要分为
3;/1H87

?

和
)594T

A

97H87

?

T

A

94=4

@A

3709

技术

$又称
=/

N

5/62D:076>

A

94=4

@A

9709

#

ZT3

&

)

$

*

(本研究使用的
3VG2

)594H87

?

2!&%%

沉降式制片仪采用的是
)594T

A

97H87

?

T

A

94=42

@A

3709

技术#其基本原理为标本采入装有特殊缓冲固定液的

容器中#缓冲固定液中收集的细胞经涡轮震荡并混匀后用梯度

离心的方法除去非上皮细胞成分#将有诊断价值的细胞集中于

试管底部(试管底部的细胞被再次混匀后自动移入沉降管#利

用自然重力作用使细胞黏附在载玻片上形成直径
!#(><

的细

胞薄层(该方法目前是液基细胞技术中对病变细胞的检出率

较高的技术之一)

-

*

(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传统方法痰涂片诊

断肺癌敏感性为
+!#+O

#特异度为
!%%#%O

#准确度为
$!#"O

#

阴性预测值
"$#+O

#阳性预测值
!%%#%O

%采用液基薄层细胞

学技术痰涂片诊断肺癌敏感性为
'(#%O

#特异度为
!%%#%O

#

准确度为
''#$O

#阴性预测值
+"#-O

#阳性预测值
!%%#%O

(

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在敏感性'准确度'阴性预测值方面均高

于传统方法痰涂片#可见
ZT3

法对肺癌的诊断价值优于传统

方法痰涂片(通过实践认为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与传统方法

痰涂片比较#具有以下优势!$

!

&标本取出后立即放入专用细胞

保存液中(这样#几乎保留了所得到的全部标本#也避免了常

规涂片过程中所引起的细胞过度干燥造成的假象($

"

&保存液

中的细胞经处理#使黏液'血液'炎性细胞与上皮细胞分离#将

有诊断价值的细胞黏附在薄片上制成均匀的薄层涂片#提高薄

片清晰度#这样可使细胞学专家更容易观察每个视野#且因为

湿固定细胞核结构清晰#易于鉴别#从而大大提高了检测的阳

性率)

'

*

($

(

&细胞涂抹面积明显减少!传统涂片涂抹面积一般

为
"$<<g'$<<

#阅片时间一般为
'</1

#而液基细胞学方法

涂抹面积仅在直径为
!(<<

的圆内#阅片最低时间减少到
(

</1

#使得工作效率明显提高#并基本上避免了因过度疲劳而造

成的假阴性)

&

*

($

+

&液基细胞学涂片采用全自动化操作#可以

进行大批量标本处理#方便进行普查#也可以根据需要制作多

张涂片#以备进行免疫细胞化学检查的需要)

,

*

(

本研究结果还显示#

ZT3

分型诊断和传统方法痰涂片分

型诊断与病理组织学诊断的总符合率分别为
&&#$O

和

&,#,O

#两种方法的细胞学分型诊断比较无统计学差异#两种

方法均能较准确分型(分型误诊的主要原因为分化差的鳞癌

和腺癌的混淆#分化差的癌其细胞及细胞核异形明显#常可见

明显的大核仁#胞浆较少#易造成识别鳞癌'腺癌的困难)

!%

*

(

在不能明确分型的病例中#

ZT3

有
&

例#明显要多于传统方法

的
(

例(可能是因为液基薄层细胞学涂片在标本处理时加入

了
QQ3

溶剂#大大减少了涂片中的黏液'血液等成分#同时也

破坏了癌细胞的排列方式和涂片背景#因而不利于进行病理

分型(

本研究显示两种方法痰涂片细胞学检查与检查次数的关

系中可以看出#传统脱落细胞学及
ZT3

的一次检出率分别为

"%#$O

'

$-#'O

#三次检出率却分别高达
+!#+O

'

'(#%O

#两种

方法三次痰检与一次痰检阳性率比较均有显著性提高$

C

$

%#%!

&#表明检查次数对于痰脱落细胞学的重要性(可见#在控

制成本的基础上保证检查次数是提高阳性检出率的关键(

综上所述#液基细胞学技术在制片'染色等方面具有很多

优势#是值得推广的新技术#其应用于肺癌的诊断具有阳性率

高'无创伤'简便'安全'可重复等优点#可作为肺癌高危人群筛

查和高度可疑人群早期诊断的重要手段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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